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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奇的乌蒙大山深处，有这样一

个地方，层峦叠嶂，云遮雾绕，杭瑞高速

公路如龙腾雾，从山肩飞过。山脚是清

凌凌的总溪河，谷幽岸峭，鸭凫鹭飞……

每到春夏时节，特别是周末或假日，

这里就游人如潮。也许你不相信，二三

十年前，这里还是个“石头越长越高、土

地越种越瘦、庄稼越长越矮、河水越流越

浊”的地方。这里的村民多以烧砖制陶

为生，后来就有了“陶营”这个称谓。也

许你更不相信，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

过去像陶营这样的村庄，还为数不少。

陶营，连同邻近乡村的巨变，竟缘于

一株“玛瑙红”樱桃树。

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陶营

一两次。立春刚过，漫山遍野的樱桃花

你追我赶地绽放，如瀑如浪，从山腰向山

脚蔓延，为起伏的垄坳罩上一层洁白的

面纱。清明前后，就可钻进茂密的樱桃

林，随便从枝叶间摘下一两颗晶莹剔透

的红樱桃，塞进嘴里，瞬间就有一种甘

甜、鲜嫩的感觉袭遍全身……

“玛瑙红”，多么诱人的名字！提起

它，就绕不开一个人：徐富军。

一

今年 4 月 1 日，得一位朋友引荐，我

终于见到了徐富军。他正在自家的示范

果 园 里 ，忙 着 为 缀 满 樱 桃 的 树 枝 搭 支

架。年近六旬的徐富军，眼神炯亮，就是

他，把一株“玛瑙红”的樱桃树，变成了两

千万株“摇钱树”。

“你是怎样发现‘玛瑙红’樱桃的？”

虽然来之前，我已搜集过有关“玛瑙红”

的资料，但还是想听徐富军讲一讲。

他笑了笑：“有‘樱缘’吧。”

徐富军的老家就在纳雍县厍东关彝

族苗族白族乡总溪河畔。1983 年，高中

毕业的他考取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农校，主攻园艺（果树）专业，毕业后分

配到纳雍县农业局下属的农工商资源开

发公司任技术员。1987 年，县政府号召

农技人员下乡领办、创办实体，他积极响

应。已退休的老父亲听说了，用期盼的

眼神看着他：“干脆回老家去，带着乡亲

们一起干！”

徐富军二话没说，当即决定回到总

溪河畔。他在陶营村租了 350 亩土地，

就地取材培植桃子、李子、枇杷、樱桃等

树种。那时的陶营村，虽有一条县道蜿

蜒而过，但村里没有什么优势资源可以

“搭车”发展。村民们采泥、制砖、造罐，

数年间就在村子周边冒出 108 座土窑，

烟尘飘荡，水土流失。徐富军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他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要是

有一天，眼前这些山地上都栽满果树，既

增加经济收入，又防止水土流失，那该多

好啊！

徐富军心里明白，要让荒山结出“金

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改进栽培

技术和管理方式。起初那五六年，他一

年到头都在果园里转悠。那时候投入

多、产出少，果园一度难以为继。但徐富

军凭着一股韧劲，咬牙坚持了下来。他

倾其所有地照顾那些桃子、李子、枇杷、

樱桃树苗，连买一件二三十元的衬衫都

舍不得。

“你有过动摇的时候吗？”我问。

“父亲五岁时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

牛，经常无端被地主用竹片打，但从来就

没认过错、流过泪。我这个人，遗传了父

亲的那股子犟劲，只要是认准的路，再苦

再累也不会回头！”

二

1996 年 4 月 20 日，这一天深深镌刻

在了徐富军的脑海里。

也许真应了“天道酬勤”这句话，这

天上午 8 时，天空异常晴朗，徐富军从简

易的工房里走出来，来到一株当年才挂

果的樱桃树下，陡见这株树的樱桃颗粒

比其他的要大，颜色比其他的要深。他

禁不住尝了一颗，肉质较厚，口感香甜

……出于职业敏感，徐富军随即查阅了

大量资料，确认这是一株“变异”樱桃。

遗传和变异是生物的特性。遗传，

让生物保留了自己的特性，从而让种族

得以生生不息；变异，则让生物在传承

中超出家族属性而孑然独立，从而使子

孙变得与众不同。假若没有总溪河畔

的温湿气候，没有徐富军的精心培育，

这 株 樱 桃 会 变 异 吗 ？ 这 可 真 是 不 好

说。但是，同样的地理环境、栽培方式，

又为何只有这株樱桃发生变异呢？生

物 学 告 诉 我 们 ，植 物 基 因 变 异 既 属 偶

然 ，也 是 必 然 。 让 徐 富 军 感 到 高 兴 的

是 ，这 株 樱 桃 是 进 化 变 异 而 非 退 化 变

异，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他脑海里浮

现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这株不期而遇的

樱桃树培育成一个新品种，让乡亲们都

能栽上“摇钱树”。

关键的关键，变异后的性状能不能

稳定？当年冬季，徐富军便采用无性繁

殖方法繁育樱桃苗，试着在不同海拔地

带种植。接连几年，他边育苗，边试种。

2000 年，他种出的第一代樱桃成熟了，

性状稳定，果形椭圆，果色紫红，果肉肥

厚，果味独特，常温下可存放三四天不变

色，完全没有传统樱桃粒小味酸、不能过

夜的不足。徐富军欣喜不已，给它取名

“玛瑙红”。后来，经贵州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确定了“玛瑙红”的植

物属性——属中国大樱桃品系，是樱桃

中的优良品种。

市场的反应最有说服力。2002 年 4
月，徐富军采摘了 400 多公斤“玛瑙红”，

租了一辆双排座，跑了 200 多公里到省

城贵阳水果批发市场试销。哪知，刚搬

下车就被一抢而空，每公斤价格卖到 20
元左右，比普通樱桃高出了 10 倍。

三

小有成功，徐富军却出乎意料地犯

难了。

当时，他向县农业局领导汇报了推

动“玛瑙红”种植产业化、带动当地群众

脱 贫 致 富 的 想 法 ，得 到 充 分 肯 定 和 支

持。但在动员村民种植樱桃时，任徐富

军磨破嘴皮，也没一个人站出来响应。

有人说，樱桃不能当饭吃，一公斤要卖一

二十元，那是骗人的话。也有人说，要三

年后才能挂果，前三年的土地就相当于

撂荒了，这个损失谁来补？

徐富军和妻子商量，还得先干出个

样来才有说服力。他卖掉了单位集资修

建分配的住房，暂住在堂弟家里。接着

又 向 亲 戚 朋 友 借 了 20 多 万 元 ，流 转 了

100 亩土地搞示范园，致力于樱桃育苗、

种植、销售、研发。

这时，自小一起长大、长期在外地打

工的朋友安从贵，背负两万多元的债务

回到了村里。

一天清早，徐富军走进安从贵跑风

漏雨的家里，安从贵正在唉声叹气。徐

富军恳切地说：“一个人得有点骨气！没

有爬不出来的坑、迈不过去的坎，你过来

跟我一起干，我保你三年打个翻身仗。”

安从贵半信半疑地看着徐富军，许久才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好”。

安从贵把自家那块七零八碎的瘦地

腾出来，在徐富军的指导下栽上了 100
株樱桃苗。

日晒雨淋又三年，樱桃苗长成了小

树，闪烁着红润光泽的樱桃果挂满了枝

头，鲜艳欲滴。慕名而来的城里人在果

园 前 排 起 长 队 ，每 公 斤 樱 桃 卖 到 15
元。安从贵当年收入了 3 万多元，不但

还清了老账，还破天荒为一家老小添置

了新衣裳。“发财”了的安从贵专门从镇

上买来一堆酒菜，软磨硬泡地把徐富军

请到家里叙旧，两个老朋友边吃边聊，开

心不已。

没过多久，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怪

事”，徐富军果园里的一些樱桃苗一夜之

间不翼而飞。徐富军在村里转悠了一

圈，看到在长不出庄稼的石旮旯里，在废

弃破败的砖瓦窑上，突然间“冒”出来的

樱桃苗，他瞬间明白了。回到家里，徐富

军安慰妻子说：“没事的，乡里乡亲，不过

是从锅里舀到了碗里。”他知道，“玛瑙

红”樱桃这算是被乡亲们认可了。后来，

徐富军干脆把剩下的樱桃苗以成本价赊

给乡亲们栽种，并且义务到各家地里进

行技术指导。

又一个三年过去了，乡亲们都笑了，

笑得合不拢嘴。在丰收之际，大家不忘

给徐富军送来苗木款，有的人还委婉地

为三年前的“苗木失踪事件”向他道歉。

杨才全是陶营村最早种“玛瑙红”樱

桃的人之一。“当时看到培育出来的新品

种，我尝了一颗，就决定跟着徐富军干

了。”从刚开始的两三亩，发展到现在的

15 亩，杨才全的年收入突破了 10 万元。

在种植樱桃之前，杨才全一家靠着 4 亩

坡地维持生计，每年种植苞谷的收入还

不到 2000 元，与现在相差近 50 倍。“以前

买个粑粑，也要摸个厚薄。现在宽裕多

了，前年刚修了 400 平方米的新房，今年

还打算买辆新车。”谈起现在的生活，杨

才全的眉宇间尽是笑意。

陶营村“玛瑙红”的名声不胫而走。

2007 年 4 月，毕节在陶营村召开全区特

色经果林发展现场会，决定“退窑还林”，

连片发展“玛瑙红”樱桃。当年冬天，陶

营村 790 户人家都种上了樱桃苗。徐富

军把自家的果园交给兄弟打理，自己却

天天泡在别人家的园子里，帮这个培土

施肥，教那个压条育苗。

数年时间，陶营村不少人家一手卖

果、一手卖苗，先后育苗近 2000 万株，销

往周边乡镇、县区甚至省外，增加收入近

亿元。徐富军说：“按标准化种植每亩

60 株计算，‘玛瑙红’樱桃的‘子孙’已有

30 多万亩啦。”

厍东关乡党委书记尚云算了一笔

账：“全乡 2.46 万人，脱贫攻坚期间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7432 人。到 2020 年，有

5600 多人从樱桃产业中直接受益。全

乡种植面积 3 万余亩，亩产值可达 6000
元，年人均增收 5800 多元。与此同时，

全乡森林覆盖率从 35%提高到 71.48%，

高出全县平均值 15.98 个百分点，真正实

现了天蓝、地绿、水清。”

四

这天，来到陶营村村委会办公室，恰

好遇上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总

支书记肖军。他 3 月份到北京参加全国

两会回来，正在为筹建“玛瑙红”樱桃精

深加工厂的事忙得不亦乐乎。

高中毕业后，肖军就外出打工跑运

输、办砂厂，东奔西跑，辛苦了十来年，

日子也算过得去。但是每次回乡，他都

喜忧参半。喜的是，“玛瑙红”樱桃让乡

亲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忧的是，全

村人的生计都靠这一棵树，倘若遇上冰

雹、旱涝等极端天气，就会减收甚至绝

收。即使老天庇护，也还存在“果贱伤

农”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他暗

自思索着。

2013 年，肖军把在外面与人合办的

企业转了出去。回村后的他担任了党支

部副书记。2016 年，肖军担任了村党总

支书记。

上任没几天，肖军就找到徐富军。

“眼下‘玛瑙红’种得这么多，怎么保

证一直红火下去呢？”

“唉，我也为了这个睡不着呀。”

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认准了

“三条路”：一是立足樱桃保品质，二是建

立樱桃产业链，三是跳出樱桃兴旅游。

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想法，在当时

却是极具眼光的。

每到采摘季节，徐富军都要到集镇

的水果交易市场察看。只要看到有的人

家因管理粗放，导致樱桃果粒大小不均、

口感较差、次品较多，他就会严肃地批

评。他在陶营及邻近县乡巡回培训果农

3000 多人次，将施肥、压枝、剪枝、疏果、

套袋等技术落实落细，只为了能牢牢守

住“玛瑙红”樱桃的“本色”。 2018 年 2
月，“玛瑙红”樱桃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

商标。

多年在外经风雨见世面的肖军，得

知一些果农因采摘不及时或滞销，让樱

桃烂在树上，感到十分痛心。于是，村党

总支牵头创办了集体经济合作社，“山上

建基地、山下做包装、山外拓市场”，带领

群众共同发展，开辟了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城市的销售渠道。2019 年 1 月，

陶营村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乡村

治 理 体 系 改 革 试 验 试 点 村 ”；2021 年 6
月，陶营村党总支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杭瑞高速公路纳雍段开通，为沿途

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纳雍县瞅准时

机，花大力气打造了总溪河樱桃产业农

旅结合先导区，将总溪河建设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为此，陶营村又被农业农

村部授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奖牌。

站在村委会门前的文化广场上，远

远地，能够看到漫山的樱桃树，几乎把整

个总溪河谷都遮蔽了。络绎不绝的游

客，在林间穿梭，体验着采摘的快乐。

五

徐富军停不下来，也无法停下来。

怎样才能减少“靠天吃饭”的制约？

产业提质增效的路径在哪里？徐富军的

目 标 是 ：打 造“ 玛 瑙 红 ”樱 桃 的“ 升 级

版”。为此，这两年他一直在和贵州大学

及有关科研机构合作，通过加强配套设

施建设、提高科技含量等举措，推动“玛

瑙红”樱桃产业升级。

“首先就要通过建设防雨棚、温室大

棚等配套设施，尽量减少多雨、冰雹等因

素的影响。”徐富军表示，这些措施还包

括采用滴灌、喷灌等在内的水肥一体化

技术，从种植管理、灌溉施肥、整形修剪

等方面多管齐下，确保樱桃的好品质。

同时，运用杀虫板、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

防控病虫害技术，进一步推动樱桃产业

向无公害、绿色有机方向发展。为了延

长樱桃的保质期，他还打算引资联建一

个保鲜库，可以先将采摘的樱桃放到库

里预冷一段时间，再经过合适的包装后

发货到较远地区，这样樱桃保鲜就能达

到一周以上。

作为纳雍县农业农村局的农技推广

研究员，徐富军一直细心呵护着当年发

现的那棵变异植株，并且在树前立上石

碑。在他内心深处，这棵樱桃树，已然与

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

图①：厍东关乡漫山遍野盛开的樱

桃花。

图②：徐富军在采摘樱桃。

图③：游客在体验采摘樱桃。

图①、图③由厍东关乡政府提供，图

②为田新摄。

制图：汪哲平

香甜甜的香甜甜的““玛瑙红玛瑙红””
傅立勇傅立勇

沈阳，因地处沈水之阳而得名。

沈水，即现在的浑河，是辽河的主要支

流 。 沈 阳 因 沈 水 而 名 ，也 因 沈 水 而

兴。我家原来住在河北岸，城市向南

拓展后就搬到了河南岸。城市体量增

大，河水也变宽了。姗姗来迟的春天，

万物在春风中萌动，草木一遇暖阳就

急不可待拔节吐绿。横跨浑河，让人

想起清人的诗句：“暮山衔落日，野色

动高秋。鸟下空林外，人来古渡头。”

那古时的渡头，已变成今日的国际赛

艇中心。

我出生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小

时候最向往两座城市，一座是省会沈

阳，一座是首都北京。去沈阳的故宫、

北陵、东陵游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

升国旗，是我的梦想。 1987 年夏天，

我考上沈阳师范学院（现为沈阳师范

大学），学校就坐落在北陵公园正门附

近。初到沈阳，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我常常乘坐“大辫子”无轨电车周游城

市，林立的高楼，琳琅满目的商铺，令

我眼花缭乱，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一

个“大”字，“大沈阳”果真名不虚传。

大学生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棋

盘山、七星山、马耳山，浑河、蒲河、南

北运河，还有城内的各大公园，都留下

了难忘的记忆。北陵公园的后身，当

年还是一片菜地。每到秋季，我们班

里 组 织 勤 工 俭 学 ，为 菜 场 搬 运 大 白

菜。中午休息时，我们白菜心蘸辣酱，

狼吞虎咽啃面包，阵阵秋风吹过，好不

惬意。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沈阳

药学院（现为沈阳药科大学）做辅导

员，从此对这座城市有了家园意识。

30 多 年 过 去 了 ，我 见 证 着 沈 阳 的 变

迁，成了一个地道的沈阳人。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还要到固定的粮店购买，

等待单位分房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龙。

我和妻子在沈阳最初的居室，是筒子

楼里的一间 9 平方米小房间。房间里

放不下一张标准的双人床，就用木板

搭起临时的床铺。房间里没有、也装

不下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台电视机。

走 廊 里 阴 暗 潮 湿 ，斗 室 里 却 溢 满 温

馨。告别筒子楼后，我们住进了有单

独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尽管只有

30 多平方米，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尝试

着装扮新家，并因此花去了数年的积

蓄。后来我家的住房又有了改善，搬

进两室一厅的房子，开始有了一间书

房。再后来又买了一处更大的房子，

有了一个宽敞的客厅……今昔对比，

不禁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小家庭的变化，折射出新时

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我在感恩时代的同时，也感恩

着这座城市。沈阳的变化是惊人的。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沈阳的城市体

量迅速扩大。沿着沈阳、抚顺两市交

界的高坎大桥，西行至沈阳浑河闸口，

沿途绿地成片，林木成荫，文化休闲广

场、运动公园、体育健身场地遍布其

间。再驱车由北向南，经由道义大街、

黄河大街、北陵大街、青年大街，一直

行驶到浑南科技城，是一条全长 25.3
公里的都市走廊，其中金融商厦云集，

商贸会展荟萃，科技文化交汇，丰富的

业态构筑起充满活力的城市生命中

轴。我在沈阳生活，吃穿住行的变化，

就像踩着振兴的鼓点日新月异。舒心

就业、幸福教育、健康沈阳、品质养老，

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沁入人心，

沈阳名副其实成为一座富有幸福感的

城市。

沈阳的夏天，显得有些漫长，有些

酷热，但有树即有荫，迎风即见凉。追

逐时尚是沈阳人的气质。沈阳城里不

只有鸡架、“老雪”、硬核工业和二人

转，而且沉浸式戏剧、室内冲浪、稻田

画、集装箱小镇等应有尽有。

雷锋曾在沈阳生活了 330 天。我

们沈阳人对雷锋的感情很深，受雷锋

精神的影响也很深。经常有朋友问

我：“沈阳人最大的特点是啥？”我毫不

犹豫地回答：“就像雷锋一样，有一副

热心肠！”

后来，我调到宣传文化部门工作，

2018 年成为市政协文化界别的一名

委员，参与、见证了沈阳的文化建设。

新时代的沈阳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

上奔跑，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的硬件

设施上，更体现在城市居民的精神面

貌上。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沈

阳，如今更加生机盎然，散发着浓郁书

香 。 50 家 各 类 博 物 馆 、23 座 城 市 书

房、100 多间城市书屋，成为市民文化

休闲打卡地。

说起沈阳近些年的变化，每个市

民都会说出一连串的感受。我在向

外地客人介绍沈阳时，总要说到沈阳

的生态环境。昔日重工业污染城市

的形象早已彻底改观，天蓝了、山绿

了、水清了、空气清新了，2022 年空气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320 天 。 在 沈 阳 这 座

910 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有 46 座大

型公园、349 个旅游景点，已建成 2070
座 口 袋 公 园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14.26 平方米。在我家周围不到 1 公

里范围内，就有 6 个公园。我住的小

区前后有两个口袋公园，我和邻里们

经常在这里运动、休息和交流，一起

享受快乐的时光。

沈阳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灿

烂的春、热情的夏、金色的秋之后，就

迎来了漫长的冬。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飞舞的雪花，

把大地装扮得洁白无瑕。四季的变

化，装点着人们的生活。清晨，老人们

在公园里打太极，青年们在健步廊道

上慢跑。夕阳下，广场舞遍布城市大

街小巷的休闲区。夜晚，24 小时不夜

城拉开了夜经济的帷幕……

我在沈水之阳，把生命融入这片

土地。知天命之年，我对它仍一直怀

揣着春天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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